
在
本期編輯過程當中，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

此次是由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賽蒙‧強森（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三位經濟學家共同獲獎，諾貝爾委員會指出獲

獎者的貢獻在於「幫助理解國家之間繁榮程度差異的原因，

同時也證明了制度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他們的研究發現，

健全的制度是推動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相反

地，如果法治較差且剝奪人民的社會，通常無法帶來成長

或變得更好。為使讀者更了解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內容，

由吳惠林老師執筆，以特載的方式，深入淺出介紹得獎者

的理論，以及對經濟領域的貢獻。

本期前瞻焦點主題是「全球高漲的經濟安全意識」，隨著美中貿易戰的持續，俄烏戰爭爆發，

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抗加深，地緣政治的風險日益擴大，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大增。主要國家甚至將

經濟安全置於與國家安全同等的位階；而在經濟安全的框架下，所關注的重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

基於此，本次前瞻焦點將以經濟安全為主軸，探討經濟安全議題在國際經貿的重要性。除了

概括分析主要國家的經濟安全政策外，也將由出口管制、投資審查，以及關鍵礦物等面向研析國

際推動經濟安全的趨勢。特別是在本刊截稿後，美國川普勝選，川普在上一任即大力倡議經濟安

全，未來在其第二任經濟安全重要性還會增加。

前瞻焦點主要是由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同仁執筆，共收錄 5篇文章，分別是吳舒婷特約研究員的

〈主要國家促進經濟安全政策〉、劉大年主任等 3位的〈出口管制與經濟安全〉、盧鈺雯分析師的

〈強化投資審查機制，掌握技術與產業優勢〉、許茵爾分析師的〈關鍵礦物成為中國制衡美國戰略

的重要手段〉以及史惠慈研究員和蘇筑瑄分析師合撰的〈電動車成為全球經貿角力新戰場〉。

此外，本期也納入其他時事性文章，包括黃千芳副分析師和蔡鳳凰分析師合撰的〈我國技術

輸出的嶄新局勢：從中國大陸到新南向發展〉、王儷容研究員撰寫之〈臺灣金融科技監理〉、林

欣蓉輔佐研究員撰寫之〈AI產業化的機遇與挑戰〉、吳明澤副研究員撰寫之〈從外國商會報告看

中國大陸營商環境變化〉、楊明敏助研究員撰寫之〈中國大陸封鎖臺灣的可能性及經濟挑戰〉，

以及鄭靜媛副分析師撰寫之〈臺灣電動車市場現況與國產化挑戰〉，涵蓋範圍廣泛，以使讀者可

以掌握全球各面向之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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